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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1_8C_E8_A3_81_E5_c36_52689.htm ［案 情］ 原告某信用

社诉被告张某某、刘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诉讼中，原告

某信用社申请诉讼保全，法院依法扣押了被告张某某设置抵

押的门面六间，在执行中法院因故又作出了解除扣押的错误

的裁定，故原告某信用社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法院作出

的解扣裁定，将财物执行回转。 ［分歧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第17号对执行裁定的纠正进行

了说明，该司法解释规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

，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原裁定。执行

程序和审判程序是两种不同的程序，在执行中适用的裁定，

不确定新的权利义务，只是为了保证审判环节的结付义务得

到履行，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当事人只能申请复议，没有

上诉权。审判程序中的判决、裁定有误，可适用审判监督程

序处理，而执行中的裁定确有错误，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纠

正，而是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定。 另

一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由本院院长提交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也有权对生效的判

决、裁定申请再审。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裁定是人民法院行使

审判权的部分，只要是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裁判，如果确有

错误，人民法院都有审判监督的权利。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主要理由是： 首先，民事再审程序是人民法院对已经生效



的判决、裁定再一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包括再审程

序的启动和再审程序的审理。就民事诉讼而言，具有审判监

督权的机关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其发现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只能通过人民法院决定再

审。再审程序是后续程序，它可以改变原来生效的裁判。而

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

执行终结时止。本案是否解除财产保全裁定，应由法院审查

决定。 其次，执行程序同样是民事诉讼中的法定程序，民事

强制执行是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司法权的体现。执

行程序既然是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必然延伸，当然是审判监督

的范围、也必须接受监督，法律规定的裁定，并不仅指审判

过程中的裁定，也含执行过程中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

年10月1日作出的《关于办理不服本院生效裁判案件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不服执行机构办理的有关案件按本规

定即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为解决执行过程中确有错误的裁定

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审判监督程序，除

了纠正审判过程中的错误外，同样是对人民法院因强制执行

行为侵害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时设立的一种补救

制度，为强制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执法行为提供了补救的机会

和方法，也为司法机关严肃执行，公正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只有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才能纠正人民法院因具体执行错

误或者执行措施不当，致使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利益损失时，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予以矫正，从而使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

权益得到补救。 四、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院《关于

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应按何种

程序纠正的请示报告》函复，只答复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



发生法律效力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

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后，裁定撤销原裁定，虽然法律没有对此作出具体的操作程

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申请人对

执行裁定申请再审，由立案庭复查，认为原执行裁定可能有

错误的裁定中止原裁定的执行，进入再审，但再审程序时应

考虑执行程序的特点，不采取开庭审理，（因开庭是法庭针

对双方当事人）而应用听证形式，将再审申请书副本送达给

相应当事人，在听证时进行举证质证，让当事人在听证时充

分陈述自已理由的机会，听证应公开，简便易行，合议庭评

议后，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

合议庭必须执行，撤销原裁定，另行作出的新的执行裁定这

样对错误的执行裁定再审时更能凸现司法的严谨性。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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